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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各
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早已各显其通。“强大
的人工智能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们应该竭尽所能，
确保它的未来发展对我们和环境有利。”斯
蒂芬·霍金生前如是警醒。当创作这一被
视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堡垒”被逐渐攻破，
你我手中的饭碗是不是已岌岌可危？

写稿作诗——信手拈来

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不但
任劳任怨、迅如闪电，其原创诗
集更圈粉无数

白皙的脸上架副眼镜，身材颀长，北京
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万小军
投身人工智能领域已有十几年。早年专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他，2016年 8月份曾
与今日头条实验室联合研发推出国内第一
款综合利用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与
机器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

“张小明”。
“北京时间 8 月 10 日 00：00，现世界

排名第2的丁宁在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
四分之一决赛中胜出，确保进入下一轮。
丁宁本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 7 的韩
英，实力不俗。但经过 4 场大战的激烈较
量，最终，丁宁还是以总比分 4:0 战胜对
手，笑到了最后，为中国延续了在这个系列
赛事中最终夺冠的机会。”

里约奥运会期间，“张小明”正式上岗，
成为众多记者中的一员。16 天撰写 450
多篇体育新闻，并以与直播同步的速度发
布，“张小明”最终不负众望，一战成名。

任劳任怨、迅如闪电，这是“张小明”们
最大的卖点：2017 年四川九寨沟地震时，
某机器人仅用时25秒就写出了速报，通过
国家地震台官方微信全球首发；第一财经
的“DT 稿王”有着 1900 篇/天的产出速
度，这相当于 100 位资深证券编辑 1 个小
时的产量；2017 年，面向民生领域的写稿
机器人“小南”惊艳亮相，从数据采集分析
到文稿结构规划，再到遣词造句，仅用时不

到1秒就完成了文稿……
快，不是创作型机器人唯一的优势。

“看那星，闪烁的几颗星／西山上的太
阳／青蛙儿正在远远的浅水／她嫁了人间
许多的颜色”。自出生之日起，“小冰”匿名
投稿的诗篇多次被《北京晨报》《长江诗歌》
等刊发。她的第一部原创诗集《阳光失了
玻璃窗》，更是圈粉无数。

胡适、李金发、林徽因、徐志摩、闻一
多、余光中、北岛、顾城、舒婷、海子、汪国真
……擅长诗歌的“小冰”，师承1920年以来
的519位中国现代诗人。历经6000分钟、
1 万次的迭代学习，如今“小冰”已形成了
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文风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小冰以前的诗还只是小学生
水平，那么现在算得上是大一新生的水平
了。”诗人周瑟瑟曾如是点评。

功夫如何练就——深度学习

创作型机器人的核心技术
是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这主要
由深度学习技术来实现

“你那边天气怎样——广州，今日：多
云 17℃~26℃；明日：多云 18℃~27℃。深
圳，今日：多云18℃~26℃；明日：多云19℃
~27℃。”执行完春运任务后，“小南”又添
了一项技能——播报天气。

不断成长的“小南”只是近年来创作型
机器人迅速崛起的一个剪影。这些“大牛”
们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万小军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无论是写诗机器人还是写稿机器
人，其核心技术都是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
而自然语言的处理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难
度最大的课题之一。

“写稿机器人实际上是一款利用编程
语言实现的智能写稿软件。”万小军说，从
现有写稿机器人来看，它们多数专注于财
经、体育等领域，因为这两个领域具有一定
规则和数据可循，实现起来相对容易。目
前机器人写稿主要有两种方式：原创和二
次创作。原创，即借助结构化的数据来生
成稿件，比如利用数据库可以直接写成天
气预报、财报和年报的稿件。二次创作，即
对已有的相关报道进行拼凑，进而改写成

为新的稿件。
不过，两者所依赖的技术并不完全一

致。原创采用的是自然语言生成技术，是从
结构化数据/意义表达生成自然语言语句。
二次创作采用的是自动摘要技术，从已有
的文字素材中进行摘要，从而生成一个新
的稿件。例如，一个体育简讯的生成需要先
从网上抓取关于体育赛事的一些基本数
据，据此做一些数据分析，就可以生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体育赛事报道，这就属于原创。

据业内人士吴俣的说法，所谓自动撰
稿机器人，广义的说也可称为“文本生
成”。它的写稿方式之一是抽句子——找
一堆句子，拼成一篇文章。写稿机器人“张
小明”就是利用这项技术实现基于体育直
播文字的体育长文自动生成，从而走在技
术前列。

写诗机器人，也不例外。“目前写诗机
器人主要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对它来说，学
习样本越大越有规律可循，学起来效果也
更好。”在万小军看来，机器人写诗其实是
个“编码与解码”过程，编码过程对用户输
入信息进行语义编码，解码过程则逐词生
成得到每行诗。研究人员先搜集成千上万
首诗，利用诗的标题或关键词作为输入，训
练深度学习模型生成相对应的诗句。充分
学习训练后，机器人会摸索出一套作诗的
规律，按照主题需要解码输出第一句诗，然
后把这句诗与输入的关键词合并作为新的
输入，就可解码得到第二句，如此循环便可
得到一首完整的诗。

“人工智能特别擅长写这种有规律的、
被条条框框约束的内容，在一些简单重复
性的脑力劳动中，它具有一些先天优势。”
万小军称。

能否取代人类——分工协作

创作型人工智能的优势是
执行简单、重复性的创作输出，
而人类可以聚焦更富创造性的
智力劳动

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创作了科幻小说
《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不仅骗过了所有
人类评审，还成功入围日本微小说文学奖；

谷歌人工智能还可进行绘画创作，有画作
被拍出了 8000 美元高价……当智能机器
人大行其道，人类会不会真如霍金所言“大
难来临”？

“让机器具有思维与情感、学会推理和
归纳，短时间还做不到。”万小军以“小南”
举例，在教小南写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
点就是可供学习的样本不够丰富，训练语
料较为缺乏。而且，因为缺乏情感表达和
思维能力，它写出的作品大多平铺直叙，不
够生动。如果仅看几篇没有太大问题，看
多了难免会感觉单调、枯燥。

写诗机器人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万
小军说，得益于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进
步，机器人写诗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由
于古诗中留有大量写景诗，它们尤其擅长
写景抒情。这些诗普通人猛一看“嗯，不
错，挺美”，但若让对古诗颇有研究的专家
审视，便免不了一番品评。另外，它或许可
以模仿得有模有样，但若交给它一个从未
遇过的主题，就很难胜任了。

不仅行文相对单一，“小冰”“小南”们
即便写出了美文，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啥，
更谈不上陶醉其中自我欣赏。“记者写稿时
很清楚他在写什么，知道自己要表达的语
义信息。”万小军说，机器人不然，虽然它把
每一个句子都写出来了，但内容是什么，它
不知道也无法理解，这是人和机器最大的
不同，对写诗机器人来说同样适用。

关于这点，知乎专栏作者萧瑟曾在《当
AI 邂逅艺术：机器写诗综述》一文中有过
这样的描述：机器诗歌生成的工作，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在计算机诞生之前，
就有好事者弄了个高频诗歌词语转盘，转
到哪个词就记录下来，然后连起来形成一
首“诗”。这种诗自然会出现类似“苹果吃
姑娘，残红杀马特”这样逻辑不通、不伦不
类的句子。当然，也可能偶然搞出佳句。

虽然前路依旧漫漫，但随着深度学习
技术的发展和数据积累，人工智能的春天
已渐行渐近。“就写稿机器人而言，目前它
仅能做到将一个基本的新闻事实描述清
楚；一些深度、调查类报道还必须依赖记者
完成。创作型人工智能的优势是执行一些
简单、重复性的创作输出，人类可以集中精
力聚焦一些更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构建
一种和谐的分工协作关系。”万小军说。

吟诗、作赋、写稿、绘画——

人工智能将歌吟书画出怎样的世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早春江上雨初晴，杨柳丝

丝夹岸莺。画舫烟波双桨急，小

桥风浪一帆轻。”

平仄规矩、清新别致，这首

不久前引发热议的小诗读起来

是不是朗朗上口？如果告诉你，

它的作者是个机器人，你会不会

大吃一惊？事实上，对于人工智

能来说，吟诗作对只是牛刀小试

食用菌是我国特色的农业产业，在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国民
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 年以
来，我国食用菌产业持续高速增长，2012
年跃升为粮菜果油之后的第五大种植业，
产量占全球75%以上。

但是，由于菌种混乱、质量低下和品种
的环境适应性差，大面积减产、绝收等问题
频发，菌种问题成为制约我国食用菌产业
发展的首要瓶颈问题。

前不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牵头完成的

“食用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与广适性
品种选育”项目荣获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以种质资源高效利用持续创新
为目标，重点突破食用菌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评价和高效育种两大技术瓶颈，创建食
用菌种质资源库和数据库，创新种质资源
多层级精准鉴定评价和高效育种技术体
系，选育广适性新品种。目前，该项技术在

全国19个省（市、区）推广，近3年累计新增
利润129.45亿元。

张金霞表示，种质资源是育种的首要
技术基础，“食用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
与广适性品种选育”项目采集了我国云贵
高原、川藏高原、大小兴安岭等多个生态区
域的野生食用菌种质资源，并通过系统鉴
定评价，创建了世界最大的菌种实物和可
利用信息同步的国家食用菌标准菌株库

（CCMSSC）。其中包括了野外采集种质、
国家级认定品种等优异种质 7 大类、418
种、8000 余株，解决了我国食用菌育种长
期处于“无米之炊”的问题。

同时，这一项目还建立了DNA指纹图
谱和栽培特征特性相结合的信息全面的数
据库，让正宗品种都有了分子“身份证”，为
食用菌的品种权保护和品种登记奠定了技
术基础。建库以来，他们已经对外提供种
质材料2284份。

在我国，食用菌生产多以家庭为单元，
这导致了菌种的自产自用，生产用种存在

大量同物异名，成为食用菌良种化的最大
制约因素。那么，怎样阻止假冒伪劣菌种
流入生产？摸清品种的家底非常必要。在

“食用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与广适性
品种选育”技术的支撑下，张金霞及团队发
现，在他们收集到的 2100 余份菌种中，真
正存有区别性的仅有388个。

“传统食用菌育种几乎完全依靠田间
栽培筛选，工作量大、效率低下。”张金霞介
绍说。

针对这一情况，这一项目首创了“五步
筛选”高效育种理论技术，将食用菌育种由
从前的完全田间筛选变为室内初筛后的定
向田间筛选。而且，室内筛选将从前田间
的30天至150天筛选时间缩短至3天至14
天，缩时 90%，田间筛选量缩减 79%，育种
效率显著提高。食用菌育种有了科技的眼
睛，不再“盲人摸象”。

周年有菇，均衡供应，这是当前消费者
对食用菌市场不断提出的要求。然而，食
用菌对环境变化敏感，园艺设施环境可控

性差，鲜品耐储运性差，急需适宜不同气候
条件的广适性品种。

为此，该项目组选育了适合不同生态
条件生产的金针菇、香菇、平菇、毛木耳等
广适性新品种。其中，川金系列在西部大
温差湿差地区推广应用，占同类品种生产
规模的90%以上；耐低温的白灵菇在新疆、
内蒙古高寒地区推广应用，占同类品种生
产规模的 95%以上；广温耐高温的川耳系
列在福建、四川、山东等主产区推广应用，
占生产规模 95%以上；广温和耐高温平菇
品种在全国推广应用，占夏季生产规模
90%以上，填补了夏季品种空白。广适性
新品种的选育和应用，实现了食用菌园艺
设施生产的稳产高产和周年生产，实现了
全国不同生态条件区域的品种配套，以及
市场的均衡供应。

张金霞表示，食用菌育种成果推广和
技术普及，必将促进我国食用菌产业的技
术进步，推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让中
国人吃上更多、更健康的食用菌。

“食用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与广适性品种选育”项目荣获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食 用 菌 育 种 不 再“ 盲 人 摸 象 ”
本报记者 常 理

近日，先声药业旗下的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
限公司和美国 Agena 公司正式签署 MassAR-
RAY核酸质谱技术产业化战略合作，旨在开拓核
酸质谱平台 MassARRAY 系统在中国伴随诊断
和药物基因组学检测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也就是
说，未来通过 MassARRAY技术平台对患者的药
物代谢基因进行基因分型后，将为患者选择最合
适的药物类别及治疗手段，减少“试错成本”，从而
实现精准医疗。

众所周知，相同的疾病，相同的药物，相同的
剂量，对于不同患者会产生不同的疗效。能否在
治疗前对患者从基因层面精确诊断，对医患双方
都意义重大。近年来，利用基因多态性来判断不
同患者个体间药物剂量、疗效和不良反应差异的
影响——即药物基因组学，日益兴起。它的最大
价值在于，可以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患者使用
正确的药物，并给予正确的剂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尹彤教授
认为，药物基因组学是精准医疗的成熟落地平台
之一，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心血管、精
神类、抗感染、麻醉类等药物领域都具有成熟应
用。“MassARRAY 技术平台对医患双方无疑都
是好消息。”尹彤说。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MassARRAY 核酸质
谱技术系统是一种台式质谱仪，专门为临床检验
设计，能够高灵敏度、高精确度地快速分析临床各
类样本的核酸成分，具有全自动、免值守的特点，
能够胜任并满足临床检测的日常需求。2014 年，
MassARRAY 技术平台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成为世界首项可用于临床基因检测的
质谱技术。它在极高检测性价比的基础上，一次性
实现“多药多基因”的一站式检测模式，降低了患
者的医疗支出负担，极大节约了有限的医疗资源。

目前，全球范围内应用 MassARRAY 技术平
台开发的各类检验检测项目超过1500种。其中，
药物基因组学个体化用药指导(心血管、精神、儿
童、镇痛麻醉)、肿瘤个体化靶向用药及诊断、遗传
病、血型鉴定等应用领域最为典型。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任用表示，MassARRAY 系统的高准确度、
高灵活性、高通量和低运营成本非常契合先声诊
断的业务需求，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患者得益于
这项临床核酸质谱技术所带来的帮助与实惠。此
外，MassARRAY 系统在药物基因组学领域的覆
盖范围和性能，也将与先声药业现有业务相整合，
会大大推动中国精准医疗行业的发展进程，帮助
中国患者真正获得个性化的诊疗服务。

可以说，在国内率先实现诊断与治疗相互渗
透的“诊疗一体化”新生态跨界发展模式已悄然形
成，一种全新的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也有望通过
高质量诊断技术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药物基因组学——

让患者获得精准诊疗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公安部消防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1月
份至 10月份，全国共接报火灾 21.9万起，直接财
产损失达26.2亿元。从场所情况看，各类住宅发
生火灾9.5万起，占总数的43.5%。2017年6月发
生的“杭州保姆纵火案”让许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在痛心的同时，也深感室内防火安全问题之重大。

日前，国内安全门制造领军企业盼盼集团生
产出国内首款集防火与防盗为一体的新型室内安
全门，能够有效阻挡浓烟和火焰进入卧室，并可选
配盼盼智能安防系统。当家庭或楼宇发生火灾
时，烟雾传感器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将火灾信息第
一时间发送给个人用户，并同时利用防火填充材
料防火阻燃。

据悉，这款安全门外部抗破坏力远超国际防
盗标准，并在防止门扇变形的同时配备了高密封
性和阻燃性的新型防火胶条。当门体遇火燃烧时，
防火胶条能够迅速数倍膨胀，阻隔火势与烟雾蔓
延到室内，将一扇室内安全门变成一堵保证人身
安全的防火墙，赢得救援时间，保证生命安全。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盼盼母公司
亚萨合莱大中华区总裁拉尔斯·贡纳表示，随着智
能化成为趋势，盼盼也积极打造安防智能系统。
以将要推出的第四代盼盼电子锁为例，它不但更
加安全便捷，还可以与互联网连接，成为盼盼安防
智能系统的一部分。不过长沙盼盼安全门制造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星建也强调，盼盼始终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不会为了盲目追求智能化而放弃安全。

有效阻挡浓烟和火焰进入——

防火防盗有了新型安全门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图为

盼盼室内

安全门防

火测试结

果。

（资 料 图
片）

万小军在办公室工作中。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